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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华东

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其他军区部

队与地方武装，于 1948 年 11 月 6 日至

翌年 1 月 10 日，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

区域内，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

战略性进攻战役。此役全歼国民党军

1 个“剿总”前进指挥部、5 个兵团和 1 个

“ 绥 靖 ”区 的 部 队 ，共 56 个 师 55 万 余

人。至此，国民党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

的精锐师团丧失殆尽，长江中下游以北

广大地区被我解放，其反动统治中心南

京处于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反

动统治集团日益陷入土崩瓦解之中。

首歼黄百韬兵团，占
领宿县

1948 年 11 月，为实现固淮守江、屏

障南京的目的，国民党军刘峙集团开始

向徐州、蚌埠线两侧收缩兵力。随后，

黄百韬第 7兵团由新安镇地区西撤。11

月 6日开始，我华东野战军第 1、6、9纵队

和鲁中南纵队以及苏北兵团，向新安镇

地区急进，第 11纵队和江淮两个独立旅

由皂河向北急进，中野部分兵力亦于张

公店歼敌第 181 师，并和华野部分兵力

继续东进，向徐州进逼。华东野战军山

东兵团由韩庄、台儿庄一线直插陇海路

两侧，切断了敌第 7兵团西撤之路。

华东野战军采取“先打弱敌，后打

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除

以山东兵团迅速抢渡运河南进外，以

主力 5 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对敌展

开猛烈追击、截击；12 日，华东野战军

向敌第 7 兵团发起总攻，战至 11 月 22

日黄昏，全歼敌第 7 兵团，击毙兵团司

令黄百韬。

与此同时，徐州东援之敌邱清泉、

李弥两兵团的 5 个军在飞机、坦克和大

炮的掩护下，向我阻援部队猛烈攻击。

担任阻援的华东野战军第 7、第 10 和第

11 纵队，在苏北兵团配合下，在徐州以

东顽强抗击敌东援，敌连续进攻 10 天

前进不足 20 公里。中原野战军主力和

华东野战军一部，歼灭敌第 148 师等万

余人，从西、南进逼徐州，并于 15 日攻

占徐蚌间枢纽宿县，切断了徐州与蚌埠

间的联系；第 1、2、6 纵队将黄维兵团阻

击于北淝河和澥河间的赵集地区，使黄

维兵团陷入困境。

再歼黄维兵团，攻克
徐州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华野和中野

共歼灭刘峙集团 18个整师，切断了徐蚌

线、孤立了徐州之敌，为后续作战创造了

良好态势。蒋介石为打通徐州和蚌埠之

间联系，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与

徐州守军南北对进，三路会攻宿县，企图

接应徐州守军退守淮南以挽救危局。11

月 23 日，黄维兵团向南坪集我第 4 纵队

阵地猛攻。为分割敌人，我军主动后撤，

诱其第 18 军过浍河并歼敌一部。11 月

24 日黄昏，中原野战军以 7 个纵队全线

出击，翌日将敌第 12 兵团合围、压缩于

双堆集地区，并击退其数次突围。

为 配 合 和 保 障 中 野 歼 灭 黄 维 兵

团，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华野以部

分兵力加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以

一部兵力担任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

团北援，以其余纵队位于徐州以南阻

敌南进。11 月 25 日，华野顽强阻击了

徐州之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南犯，李延

年、刘汝明兵团惧怕被歼，南逃蚌埠。

11 月 30 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

明率第 2、第 13、第 16 兵团等 30 万人，

放弃徐州，向西撤逃，后在蒋介石的严

令逼迫下，改为救援第 12 兵团。华东

野 战 军 当 即 以 11 个 纵 队 分 数 路 勇 猛

追击，于 12 月 4 日将杜聿明集团全部

包围在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

并于 6 日全歼孙元良第 16 兵团。敌第

12 兵团被压缩在双堆集、大小马庄、杨

子秀庄等东西不足 3 华里的狭长地区

内。13 日晚，我军各突击集团发起最

后攻击，15 日 24 时，全歼敌第 12 兵团，

生 俘 兵 团 司 令 黄 维 、副 司 令 吴 绍 周 。

至此，黄维兵团覆灭，杜聿明集团被紧

紧围住，援军又被击退，我军取得了战

役的关键性胜利。

全歼杜聿明集团，前
出长江北岸

黄维兵团被歼后，杜聿明集团已成

孤军。此时，平津战役已开始半月，中

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为防止蒋介石迅

速海运其平津诸部南下，令华野对杜聿

明集团“只作防御，不作攻击”。遵照指

示，华东野战军自 12 月 16 日起，以 8 个

纵队一面围困杜聿明集团，一面进行休

整；中原野战军主力位于宿县、蒙城、涡

阳地区休整，作为总预备队。

1949 年 1 月 初 ，在 平 津 之 敌 已 被

我军包围的态势下，杜聿明仍拒绝投

降、负隅顽抗。为此，我华东野战军作

出全歼杜聿明集团决定，以 10 个纵队

为主力，组成 3 个突击集团，担任主攻

歼 敌 任 务 ，另 以 5 个 纵 队 担 任 外 围 拦

截任务。1 月 6 日 16 时，华东野战军开

始 总 攻 ，当 晚 即 攻 克 敌 据 点 13 处 ，歼

敌 1 万人。1 月 7 日，李弥兵团惧怕被

歼，向西逃入邱清泉兵团防区。我乘

机 发 起 进 攻 ，又 克 青 龙 集 等 村 落 23

处 ，从 而 将 敌 整 个 防 御 体 系 打 破 。 9

日，杜聿明集团连续向西突击，企图突

出重围。我军于当晚向敌全线展开猛

攻，激战至 10 日下午 4 时，将杜聿明集

团全歼，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仅

李 弥 等 少 数 人 潜 逃 。 至 此 ，战 役 第 3

阶段胜利结束。我军乘胜追击由蚌埠

等地南逃之敌，至 1 月 24 日，先后解放

蚌埠、合肥等城市和江淮间广大地区，

前出到长江北岸，为解放军渡江作战

创造了有利条件。

淮海战役，我军以 60 万对敌 80 万，

是我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以少胜多的经

典战役。作战中，我军始终立足全局确

立作战方针与原则，坚持高度集中统一

而又灵活的指挥，增强战场整体控制力；

把握战场重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敌人，按计划有重点地实施作战行动，实

现整体高效能作战；充分发挥我军政治

优势，形成了整体作战的强大动力和人

民战争的整体威力。这些高超的战略战

术与指挥艺术，对于未来的信息化智能

化战争，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淮海战役：加速解放战争进程的决战
■刘媛媛

●“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
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
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
古往今来，战争胜利的一方必然在
战场上占据了更多的优势和主动。

淮海战役中，我军与国民党军在战

役决策、战役行动和战役保障等领域展

开对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其制胜的经验，对未来的信息化智能化

战争仍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上下同欲，夺取决策
指挥优势

作战的胜负主要表现于双方有形

力量直接对抗的结果，而实际上决定于

双方在无形战场上的较量。淮海战役

中，我军在战役谋划和临机决策指挥等

方面均夺取了优势和主动。

战役筹划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同志统揽全局、科学运筹、果断决策，积

极采纳前方指挥员建议，不失时机地扩

大战役规模，将原来“小淮海”发展成为

战略性决战的淮海战役。战役构想阶

段，毛泽东同志根据华野代司令员粟裕

关于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代表中央军

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明确了战役的首攻目标、攻击方向和战

役阶段。前方指挥员根据中央军委的决

策指示，周密制定战役计划。由此，在中

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下，在

前方指挥员的积极努力下，淮海战役计

划得到逐步确立和完善。

战役发展进程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同志能够充分发挥前方指挥员的主观

能动性，放手让前方指挥员临机指挥。

前方指挥员敢于负责，在战役关键时刻

适时捕捉战机，果断决策指挥，使战役

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战役发起之际，

当发现黄百韬兵团正快速向徐州收缩

时，粟裕果断决定提前 2 天发起战役，

一边向部队下达行动命令，一边向中央

军委报告，最终在黄百韬与徐州敌军会

合之前将其分割包围在碾庄地区，赢得

了战役开局的主动权。

未来战争中，战役战术行动的战略

特征更加明显。战役指挥员必须深刻

领会上级意图，坚定贯彻执行上级命

令、指示，创造性地进行战役筹划，灵活

采取在线联动、会议筹划等方法，实施

联合决策。未来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作战行动更加快捷高效，战场更加复杂

多变，作战计划不可能一劳永逸，应该

适时进行战役布势和行动方案的调整，

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发展。

力量协同，夺取战场
行动优势

再好的计划，没有执行力都是纸上

谈兵。战役战斗胜利，需要各部队协调

一致的行动去实现。淮海战役中，各部

队和广大官兵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主动

配合，保证了战役计划的高水平落实。

淮海战役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

统一领导下，华野和中野围绕统一的战

役意图，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形成强大

的整体合力。战役第一阶段，中野先是

在徐州以西牵制邱清泉兵团，继而南下

攻占宿县，切断徐蚌线，并以部分力量

阻击驰援徐州的黄维兵团，为华野集中

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赢得了时间。战

役第二阶段，为配合中野围歼黄维兵

团，华野则负责阻击从徐州南下和从蚌

埠北上的国民党援军，并以 3 个纵队支

援中野歼灭黄维兵团。两大野战军以

行云流水的协同配合行动让国民党军

队进有掣肘、退有羁绊。

未来战争是诸军兵种共同实施的

一体化联合作战，任何一个作战单元、

作战要素和作战领域的行动都将对联

合作战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必须围绕总

的作战意图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地行

动。各级指挥员和部队都要紧盯全局，

认清局部对全局的影响，增强协同意

识，自觉按协同计划组织实施作战行

动。要创新协同技术和协同方法，运用

信息化、智能化指挥通信手段，着眼复

杂多变的作战态势，采取临机协同、自

主协同与计划协同相结合的方式，确保

各作战单元、作战要素和作战领域始终

能够协调一致地行动，形成体系作战的

整体行动力。

军民齐心，夺取支援
保障优势

没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就没有强

大的战斗力。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

后勤工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淮海战役中，为加强对后勤工作的

组织领导，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统一

领导下，建立了野战军后勤指挥部门、

地方军区后勤指挥部门和地方党政支

前机构三个层级的组织领导体系。

论及淮海战役的胜利，陈毅同志曾

饱含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

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充分肯定了人

民群众的支援是淮海战役胜利的重要因

素。在当时，形成了家家户户齐动员、男

女老少忙支前的动人场面，真正做到了

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

到哪里。据统计，在淮海战役中支前民

工有 543 万人，是参战部队的 9 倍，动用

大小车88.1万辆。在历时66天的淮海战

役中，民工共筹运粮食 9亿多斤，向后方

转运了11万名伤员。

未来战争中，参战军兵种力量更加

多元，保障任务更加艰巨。应着眼联合

作战保障需要，在联合战役指挥机构的

统一指挥下，建立由联勤保障部门、军兵

种部队保障部门等相结合的联合保障指

挥体系。重视依托信息化指挥保障系统

和智能化、无人化保障技术手段，着力提

高保障效能。同时，仍然要充分发挥军

民一体的保障优势，加强新兴领域装备

动员能力建设，拓展保障范围，创新军地

协同保障方式，充分利用地方技术和人

才资源，形成军民一体保障的整体优势。

整
体
对
抗
夺
取
战
场
胜
势

■
唐
家
明

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以自身

60 万对敌 80 万，硬是吃下了“一锅夹生

饭”，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为加

速全国解放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深

刻体悟我军在淮海战役中的高超谋略

与指挥艺术，对指挥员提升联合作战指

挥能力大有裨益。

注重坚定灵活、因势
利导

1948年 10月，鉴于淮海地区敌军较

我有明显优势，中原野战军主力当时还

在平汉路西，中央军委最初提出的淮海

战役目标任务是由华野单独在新安镇、

海州及连云港、淮阴及淮安地区进行三

次作战，歼敌十几个师。到 11 月上旬，

我军在济南、辽沈战役中先后取得重大

胜利，中野主力迅速解放郑州、开封，已

能与华野直接配合，战场态势发生重大

变化。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

调整战役方针，由华野、中野共同进行淮

海战役，要求“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

敌人主力，勿使南窜”。事实证明，将刘

峙集团围歼于长江以北的决定对之后发

起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意义重大。这

场战役进一步启示我们，战场情况瞬息

万变，指挥员必须放眼全局，趋利避害，

准确领会上级意图，牢牢锁定作战目标，

根据形势变化果断定下决心，以最小损

失实现作战利益最大化。

坚持把握重心、适时
转换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毛泽东同

志电令中野“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

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

徐蚌路。”中央军委严令中野集中精锐直

取宿县，斩敌腰际，抓住了整场战役的枢

纽。战争进程证明，我夺取宿县控制徐

蚌线，就切断了徐州唯一的陆上补给线，

完成了对刘峙集团主力的战略包围，将

徐州之敌与各路援敌分离开来，同时封

锁了刘峙集团向南退却的关键通道，收

到一箭三雕之效。未来战争，战场空间

更加广阔，行动转换更加频繁，指挥员要

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战场因素中抓住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优势关注

主要空间、区域、力量和关键行动等战役

枢纽，强化对指挥重心和作战节奏的掌

控，推进战局向利我方向发展演变。

强调即时聚优、破击
要害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我军原

计 划 以 华 野 就 地 歼 灭 邱 清 泉 、李 弥 、

孙 元 良 兵 团 ，以 中 野 独 立 对 付 黄 维 、

李延年兵团，如此部署，华野、中野均

未对敌形成兵力优势。综合衡量后，

总 前 委 决 定 先 集 中 主 力 歼 灭 黄 维 兵

团 、后 围 歼 徐 州 之 敌 ，以 华 野 一 部 兵

力监视徐州之敌和李延年兵团，调其

3 个纵队和特纵大部配合中野主力歼

灭黄维兵团，由此我在关键方向形成

较 大 优 势 而 迅 速 达 成 作 战 目 的 。 整

场 战 役 ，在 敌 总 兵 力 占 优 情 况 下 ，我

之 所 以 能 取 得 全 歼 敌 重 兵 集 团 的 辉

煌战果，靠的是贯彻“集中优势兵力、

各 个 歼 灭 敌 人 ”原 则 ，根 据 战 场 实 际

情 况 ，科 学 指 挥 运 筹 ，在 局 部 形 成 对

敌优势，实施分割围歼。未来信息化

智能化战争，集中优势既包括兵力火

力 ，也 包 括 信 息 力 认 知 力 ，尤 其 是 直

面强敌，我夺取战场制权面临严峻挑

战，指挥员必须通过指挥运筹在被动

中 争 取 主 动 、创 造 主 动 ，抓 住 关 键 战

机 ，击 敌 要 害 软 肋 ，达 成 四 两 拨 千 斤

之效。

（作者单位：31663部队）

从敢吃“一锅夹生饭”中体悟指挥艺术
■何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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